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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作为一种经济作物，具有相当丰富的应用价值，

能够满足人们对于纤维作物和油料作物的生产需求。基于

当前市场对棉花逐渐增长的产量和质量需求，同时也为了

有效提高棉花的综合种植效益，种植人员需要充分发挥棉

花种植技术和病虫害防控技术的作用，以提高棉花种植的

产量和质量为主要目标，提高棉花的综合利用效率，在促

进棉花种植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能够对促进社会的发

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一、棉花种植技术要点

（一）科学选种

棉花在我国有着广泛的种植区域，为了能够有效保证

棉花的种植产量，种植人员需要加强对棉花整个生产过程

的重视，才能够及时规避各种影响棉花生长的不利因素。

在选择棉花种植的种子时，种植人员需要事先对种植区域

的土壤条件、地质环境以及气候条件进行详细的了解，依

据不同的环境条件来选择更适宜的棉花品种。在初步依据

环境条件确定好棉花品种的选择范围之后，需要以不同

棉花品种的增产潜力来作为选择的标准，冀丰 4 号、石抗

126 等品种都是具有较大增产潜力的棉花品种。在确定好

用于种植的棉花品种之后，需要对棉花种子进行筛选，保

留粒大饱满的棉花种子，并保证棉花种子的纯度能够达到

95%，以上以保证棉花种植的成活率。在筛选完棉花种子

之后，还需要对其进行晾晒和浸泡处理，用以提高棉花种

子的抗病虫害能力。

（二）选择适宜的土地

土地是棉花作物能够健康生长的必备条件之一，在选

择好用于种植的棉花品种之后，需要在棉花的种植范围

内，选择更有利于棉花生长的区域。基于棉花本身生长

的特点，选择具有深厚土层和排灌条件的砂壤土和轻壤

土等平坦土地，能够更好地保证棉花的健康生长。在选

择好具体的种植土地之后，则需要进行整地处理，在及

时消除田间根茬和杂草之后，以 25 ～ 30cm的标准控制耕

深。在完成耕深处理之后，则需要及时开展耙地工作，用

以达到提高土地肥力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为了达到

提高土壤肥力的作用，可以借助 4000kg/667m2 的腐熟有

机肥、25kg/667m2 的磷酸二铵以及 20kg/667m2 的钾肥和

30kg/667m2 的复合肥来开展耙地工作。除此之外，在对土

地进行处理时，还需要提高对除草工作的重视程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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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杂草的性质不同，应用不同的除草剂来对土地进行处

理。

（三）播种

在完成选种和整地工作之后，则要依据棉花种植当地

的气候条件，选择合适的播种时期。我国河北地区的棉花

播种大多选择在 4 月的中下旬。结合当前现代化农业的发

展趋势，在开展棉花的播种工作时，可以采取双行覆膜

机来满足棉花的机械化种植要求。而在具体的播种过程

中，为了能够为棉花营造适宜的生长环境，提高棉花的

成活率，需要采用宽窄行栽培的方式，以 40cm的窄行和

80cm的宽行行距为播种标准，并将棉花的种植株距控制在

15 ～ 20cm的范围之内。而在完成棉花的播种工作之后，

还需要及时压实地膜，避免因大风揭膜给棉花的正常生长

造成影响。

（四）苗期管理

出苗阶段的棉花生长情况会对棉花的种植质量和产量

产生较大的影响，因而在开展棉花的种植工作时，需要提

高对苗期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在完成棉花的播种工作之

后，种植人员需要对棉花的出苗和生长情况进行密切的关

注，在大部分的秧苗出土之后，就可以开展放苗工作。在

开展棉花地放苗工作时，种植人员需要及时封堵苗孔。

在棉花生长到 3 叶期时，种植人员需要及时除去弱苗和杂

苗，为棉花植株的生长营造更加适宜的环境。为了能够更

好地保证棉花的生产种植效率，种植人员在苗期开展管理

工作时，还需要开展中耕工作，依靠机车来实现对田间的

中耕，并合理控制中耕的耕深和耕宽，让棉花幼苗能够得

到顺利的生长。在棉花幼苗生长到四叶一心期之后，则要

再次开展中耕工作，并在中耕的过程中除去杂草，通过施

加一定量的尿素肥料来为棉花幼苗提供生长必备的营养物

质。

（五）蕾期管理

棉花植株在进入蕾期之后，也需要及时对其进行中

耕操作，让不同棉花植株能够协调生长，保证棉花植株

的正常生长。在进行中耕操作时，种植人员需要按照

18 ～ 22cm的标准来控制耕深，10 ～ 15cm的标准来控制耕

宽。在完成中耕操作之后，则需要及时对棉花植株进行追

肥，在刚进入棉花的蕾期时，可以采用 90kg/hm2 的尿素和

450kg/hm2 的饼肥来为棉花提供营养物质，而在棉花植株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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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盛蕾后期之后，则可以应用 160kg/hm2 的氯化钾来为棉

花植株提供营养物质。从当前我国部分地区棉花种植的情

况来看，由于蕾期是整个棉花种植区域雨水较多的阶段，

为了能够更好地保证棉花植株的健康生长，种植人员还需

要及时对田间的积水进行处理，保证棉花种植土壤的透气

性。

（六）花铃期管理

从进入花铃期开始，棉花植株对于养分的需求量逐渐

增大，因而在对棉花植株进行管理时，需要重点关注棉花

植株的生长情况，及时对其施加肥料并进行灌溉工作。在

开展灌溉工作的过程中，需要结合棉花植株的生长情况，

合理控制具体的灌溉频率，并对灌水的间隔进行合理的控

制。对于粘性土壤中的棉花来说，棉花的灌水间隔在 7d左

右，灌水量为 450kg/hm2 ；对于砂性土壤中的棉花来说，

则要将灌水间隔控制在 5d，灌水量为 375kg/hm2。而在花

铃期的棉花主要以施加尿素肥料为主，在施加肥料的过程

中，为了能够保证棉花植株充分吸收肥料中的养分，种植

人员需要对自身的衣物和肥料施加设备进行仔细检查，避

免带入害虫给棉花的正常生长造成影响。

（七）吐絮期管理

吐絮期是棉花生产种植的后期生长阶段，为了能够保

证棉花的种植产量和质量，种植人员需要及时排出田间多

余的积水，为棉花植株的根系实现水肥吸收功能提供良好

的环境。在这个过程中，种植人员需要充分结合棉花植株

上棉桃的饱满程度、棉花的长势和长相等因素，对生长状

态较差的棉花植株施加氮、磷、钾肥，避免棉花植株在生

长过程中出现早衰以及烂铃等问题。

（八）机械化采收

在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我国棉花

的采收工作也因为各种先进机械化设备的应用，呈现出机

械化的发展特点。在棉花的整个生长阶段中，当棉田的吐

絮率和脱叶率达到 90%以上时，就可以进行棉花的采收工

作。处于保证棉花采收质量的目的，棉花的机械化采收工

作大多集中在 11 时之后进行。在这一阶段，棉花的含水量

能够得到有效控制，含杂率也能够降低，进而达到棉花的

高质量采收标准。

二、棉花常见病虫害的防治措施分析

（一）棉花枯萎病

1.棉花枯萎病的特点及表现形式。该病种是棉花病害

的最主要病害，也是最为严重的病害，曾被称为棉花的癌

症之一。发病时，一般的表面现象为棉株的叶片会逐渐发

黄或者脱落，甚至出现枯死的现象，造成棉花的大量减产

以及棉花的品质下降常见的棉花枯萎表现形式为黄色网纹

型、黄花型、紫红型以及青枯型。

（1）黄色网纹型。棉花感染枯萎病的早期典型特征，

具体的变化形式为发病时叶子的叶肉部分保持绿色，叶片

的局部全部变成网纹的形状，叶脉变绿，棉花的幼苗子

叶或者真叶褪绿变成黄色，最后导致棉花的叶片凋零、干

枯、脱落直到死亡，这种病象的症状发展较慢，一般需要

半个月左右才能导致棉花的枯死。

（2）黄化型。一般的表现形式为棉花的子叶和真叶先

从棉花的叶间和棉花的叶缘开始变黄，并且逐渐地向内部

扩大，最后造成叶片的脱落直至枯死。

（3）紫红型。一般出现春季的早上，并且气温偏低的

时候，并且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一旦发生会导致棉花棉

株的子叶或者真叶全部变成紫红色，随着病情的发展，棉

花的叶片枯萎，脱落，直到棉株的死亡，另外紫红色的叶

部症状的叶脉会呈现出深紫红色的样子。

（4）青枯型。病株的子叶或真叶突然失水叶色变深，

叶片特别的柔软，最后导致这个棉株的下垂，直至枯死。

2.棉花枯萎病形成的条件。土壤温度。当土壤的温度

高达 25℃左右时，棉花的棉苗就开始发病，然后随着土

壤温度的升高，病情逐渐的加重，当温度达到 30℃左右的

时候，是枯萎病发展的高峰期，如果土壤温度达到 40℃

左右时，枯萎病会停止发展，另外随着秋季到来，温度的

下降，有可能会导致第二次病情的爆发。土壤湿度。土壤

的湿度一般也是对病情有着明显的影响，如果出现雨水较

多，分布均匀，土壤的湿度变大，导致棉花枯萎病菌的繁

殖扩展，病情加重。另外如果雨水少并且集中的话，导致

土壤湿度的降低，同样会导致棉花枯萎的严重发生。

3.防治措施。选取优秀的抗枯萎病品种，并大力的推

广，能够有效地防治枯萎病；在进行农药喷洒时，一般采

用的是每公斤的种子进行 50%的敌磺钠可湿性粉剂进行稀

释；每 300g的种子进行 3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进行稀释。

（二）棉花炭疽病

1.棉花炭疽病的表现形式。只要对棉花棉苗以及棉球

造成危害，也是影响棉花危害的主要病种之一，发病时主

要的变化形式为会出现红褐色的小斑病，存在于靠近图面

的根茎部，并且逐渐从褐色条纹进行转变，严重时会将整

个根茎进行包围，直到棉花棉株慢慢地枯萎至死。

2.棉花炭蛆病形成条件。炭蛆病的病菌一般以分生孢

子的形式在棉花的短绒上过冬，少数的存在于棉花棉籽叶

片中，然后再借助天气、昆虫以及灌溉的形式进行传播，

当叶子落入土中会导致土壤带病菌，引起苗期的发病，或

者经过雨水的冲刷引起发病。

3.防治措施。选取优秀无病的种子进行播种，从根本

上有效的防治。在进行播种前，使用温水进行浸泡，用 4

份开水以及一份凉水，然后按照比例进行放入，比例为

3 ∶ 1 的形式，并且水温要保持在 60 ～ 70℃进行浸泡，

时间为一个小时，捞出后进行晒干就可以进行播种。喷洒

农药时一般采用 30%的稻脚青 800 倍液进行稀释，或者是

60%的多菌灵 800 倍液进行稀释，还可以用 80%的甲基托

布津 1000 倍液进行稀释。如果病情发展的较为严重时，采

用 40%多菌灵 800 倍液进行稀释，或者 80%的代森锌 800

倍液进行稀释，然后喷洒。

（三）棉花黄萎病

1.棉花黄萎病的表现形式。棉花黄萎病的症状一般都

是在 4 ～ 6 片叶子的时候出现，棉株的中下部叶片最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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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病况，然后逐渐地蔓延到上部，导致病叶的边缘出现萎

缩的现象，并且有不规则的黄色斑块形成于棉花叶脉间的

叶肉当中，一般分为两种墨水枯斑型以及黄斑型。枯斑

型。具体表现为叶片出现局部的枯斑或者掌状的形状，最

后导致叶子枯死脱落。黄斑型。叶片出现黄色斑块，然后

扩展为掌状黄条斑，但是叶片不会脱落，在遇到高温之

后，如果出现暴雨的天气，就会导致棉株的迅速枯萎，成

为光杆。

2.棉花黄萎病形成条件。一般都是通过叶片进行传

播，虽然发生的概率较低，但也是一种重要的传播途径或

手段，而且还可以进行远距离的传播。细菌会直接浸没在

土壤中，然后通过棉花的表皮层进入导管，最后进行繁

殖。此外，灌溉用水以及农业工作也会导致棉花枯萎病的

传播，6 月份的时候，当棉花的幼苗长出 5 片叶子时，就

会开始发病，长出零星的病株，在进入适宜的阶段时，会

迅速发展，因此土壤的湿度，降水量以及下雨天气是决定

该病减少发生的重要原因。

3.防治措施。秋后清地，冬前深耕：首先是清除棉花

的杂草以及没用的残枝，相当于切断该病的传染源，另外

深耕有利于杀死土壤中的病菌，提高棉花的质量。农药喷

洒上采用每平方米采用 60%的福美双可湿性粉剂进行稀

释，或者使用 6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进行稀释。

（四）棉红蜘蛛

1.棉红蜘蛛的表现形式。一般都是群聚于棉株叶背面

吸取叶子的汁液，是棉株的叶子呈现出灰白色或者枯黄色

细斑，情况严重时会导致棉株的叶片枯落，并且会在棉株

的叶子上吐丝结网。严重影响了棉花的生长质量。

2.棉红蜘蛛形成条件。一般在 30℃左右的天气发生，

在湿度为 50%的时候情况会特别严重，因此在 7 月份的时

候发生最为严重，只有当空气的湿度超过 60 时才能减少其

繁殖，另外暴雨天气也会抑制棉红蜘蛛的繁殖。

3.防治措施。铲除棉地的杂草，清除不需要废弃的叶

子，减少棉红蜘蛛的病源。保护棉红蜘蛛的天敌，发挥天

敌的自然控制作用。在农药喷洒上，一般采用农科螨乳

油 2000 倍液进行 2%的稀释，这种农药的效果很好，并且

持续的效果时间长，并且没有药害，或者采用灭扫利乳油

2000 倍液进行 25%的稀释，或者 30%的螨克乳油 2000 倍

液进行稀释。

三、棉花病虫害防控的主要原理

（一）农业防治

在选种上，要进行科学有效的选种手段，种植人员需

要根据当地的土壤类型以及气候条件进行充分的考虑，选

择的品种还要具备较高的生产潜力以及抗病种能力，确定

好品种之后进行仔细的筛选，将优秀的种子保留下来，提

高棉花的存活率，最后在进行播种前，在晴天晾晒种子，

增强种子的存活力，使病虫害问题得到良好的解决。在进

行棉花的用地选择方面，棉花种植地要具有平整的地形、

肥沃的土壤结构以及良好的排水灌溉条件，在春季的早

晨，种植人员要及时地平整土地，彻底的清除田地的杂

草，完成耕地的工作之后，迅速地进行施肥工作。要想提

高土壤的施肥力，可以使用基肥，比如有机肥、钾肥、复

合肥等。在进行田间的除草工作中，通常借助机械开展工

具开展田间的喷施工作，同时要保证喷施的均匀性和覆盖

性，避免出现害虫的威胁。

（二）物理与生物防治

物理与生物防治是现如今防治棉花病害虫的首要防范

措施，因为其特有的安全性并且对生态自然环境不会产生

较大的威胁，物理上采用杀虫灯对病虫进行诱杀，昆虫对

光照都有特殊的敏感，利用这一特性对害虫进行诱惑，驱

赶到一起。生物防治上一般都是利用害虫的天敌或者是白

僵菌等生物药剂进行防控，尤其是利用天敌方面，采取合

理有效的人工饲养方式充分发挥出天敌对病害虫的作用，

达到防治的效果。

（三）化学防治

化学防治是最普遍也是最为有效的防治手段，传统的

化学防治手段就是不停地在农田里进行喷洒农药，这样做

虽然能够有效地解决病害虫的威胁，但是部分化学药剂对

环境造成巨大的破坏，所以要求种植人员在对农药药剂上

进行合理的选择，听取专家的意见，尽量选择无毒无害的

化学药剂，比如在面对红叶枯病时，采用丸夫定进行 7%

左右的稀释，面对棉花枯萎时，可以使用绿丰 95 的化学药

剂，这种药剂对于棉花的根部能够采取有效的置于效果。

在面对棉铃虫时选用磷酸钙侵出液进行 3%的稀释，在面

对棉蚜虫的问题时可以使用敌敌畏进行有效的化学防治，

这些化学手段都能够很好地预防病害虫的威胁，并且对环

境污染产生较小的影响。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保障种植技术和病虫害防控技术应用的科

学性，能够对提高棉花的种植产量起到重要的作用。在应

用棉花种植技术的过程中，种植人员不仅需要重视从选

种、种植到田间管理和采收整个过程的管理工作，还需要

加强对各种病虫害的重视和预防力度，在保证棉花生长质

量的同时，对种植技术应用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进行调

整，提高种植技术的实际应用效果，扩大种植技术的应用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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